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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為2021香港科學節活動之一

參加者需知

1. 「賽馬會惜水・識河計劃」將錄影此講座作記錄之用

2. 工作坊不設語音發言，如需發問請利用Zoom的Q&A功能留言提問



一. 香港的水資源狀況

二. 為什麼我們要節約用水？

三. 智能水錶

四. 智能水錶如何促使
我們節約用水？



香港的 資源狀況

第一部分



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

香港、澳門、深圳三地市民用水意見調查 (2018)

• 在每個城市以隨機抽樣方式電話訪問了500名居民

• 這是一個長期研究, 定期調查三地市民的用水意見



深圳澳門香港

「您覺得自己有幾關注節約用水嘅議題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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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深圳澳門

「您覺得您居住的城市的人有多關注節約用水嘅議題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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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澳門 深圳

「您認為自己在節約用水方面做得好不好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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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澳門 深圳

「您認為您居住的城市的人在節約用水方面做得好不
好？ 」

好 差 無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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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 迫切

「節約用水」是否重要？是否迫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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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年至2020年，香港每年的平均降雨量約2,400 毫米，
當中85%降雨集中在四月至九月之間

來源: 香港天文台(20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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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擁有17個供應食水的水塘，
而最大的三個水塘的蓄水量就佔了整體90%以上



香港1957年開始建立海水冲廁系統，
現時海水供應網絡已覆蓋超過85%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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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竣工的東深供水工程令香港可以由東江輸入食水

Copyright ©  2018 Frederick Lee



Copyright ©  2018 Frederick Lee

香港由大約100公里外的水源地輸入東江食水

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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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約由最遠200公里外的水源地輸入食水

紐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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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由最遠150公里外的水源地輸入食水

巴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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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

紐約

巴黎

所有國際都會城市都依賴外來供水，香港並不是例外



自1982年起, 香港四十年來從未經歷過制水

主要原因是東江輸水, 令我們可以擁有24小時無間斷的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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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即使在乾旱的年份，依然能夠維持穩定的食水供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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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水和冲廁用水估算量

1998年

150公升

2019年

172公升

由1998年至2019年的22年間，
香港的人均每日家居用水量增加超過40公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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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各大城市的人均家居用水量
由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下降，

唯獨香港不跌反升



香港的節約用水目標：
以2016年的耗水量為基準，最快於2030年達致

全港人均食水耗用量減少10%

- 10%

2016 2030?



我們要節約用水？

第二部分



一、節約用水可以節省金錢？



假設這是一個典型家庭
（香港家庭住戶平均人數：3人）

家居總用水量（四個月一期）：

59 立方米（125日）每日472公升

家居人均每日用水量：

472公升 ÷ 3 = 157公升

節約用水究竟可以節省到多少錢？

香港現時的用水收費

節約用水 –節省金錢

228 港元



現時水費的收費水平與實際生產成本相差多少？

住宅水費分級
現時的收費率

(按1994-95的供水成本)
2018-19的供水成本

第一級 首12立方米 免費 免費

第二級 次31立方米 每立方米4.16元 每立方米11.6元

第三級 再次19立方米 每立方米6.45元 每立方米16.9元

第四級 餘下用水量 每立方米9.05元 每立方米23.7元



節約用水能節省的金錢不多… 

家居人均用水量
按現時收費率的

水費
按實際成本收費率的

水費

現時用水量 每人每日157公升 平均每個月57元 平均每個月155元

節省10%
用水量 每人每日141公升 平均每個月47.5元 平均每個月130元

每個月慳到9.5元 每個月慳到25元



二、節約用水可以為生態系統預留用水



水資源有多重功能和價值

生態功能

食水來源

支援漁農業

航運

文化遺產

康樂用途

水力發電



如果我們節約用水，
就會有更多水資源可以用於維持生態系統功能。



三、節約用水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



用戶

香港的供水系統消耗大量電力



每年超過

327萬公噸二氧化碳

(佔全港總排放量 ~8%)

家居熱水設施
的耗電量

家居供水系統
的耗電量



減少用水 = 減少碳排放 減緩氣候變化=



第四部分

傳統 錶

自動讀錶系統

錶智 能



現時的水費單經過換算之後，
只能夠計算出一個家庭平均
每日的用水量

住戶無從得知
不同用途的使用量

大家知唔知幾耐收一次水費單？



試想想 ...... 在日常生活中，你甚麼時候需要用
水？

智能水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…

• 在什麽時候用水

• 水用在什麽地方

• 以及如何用水（例如用量、頻率及使用時間）



何謂智能科技？

• 利用人工智能及智能裝置
（例如感應器）

• 去收集、整理及分析物件
和周遭環境的數據

• 從而作出自我監控、分析及管理

• 為使用者提供實時匯報



智能科技的應用
包括智能家居

住戶可透過網路
遙距控制家居電器及設備

例如﹕照明及溫度等



還有智能汽車

即指利用大數據、物聯網
及先進傳感器等技術，
實現部分或完全自動駕駛



水務署自2018年起在新發展區引進「自動讀錶系統」，
提升讀錶準確度和加强防止滲漏的工作

傳統水錶 自動讀錶系統

讀錶方式 人手抄錶
經有線或無線傳輸模式

自動讀取數據

讀錶頻率 四月一次 每半小時一次

偵測滲漏 不能 可偵測異常讀數並作出提示



香港的「自動讀錶系統」是否足夠「智能」？

現時的「自動讀錶系統」功能單一:

- 主要用作計算水費

- 缺乏數據分析功能

- 欠缺反饋機制

無法分辨出各種用水行爲的實際用水量，

難以協助和鼓勵用戶節約用水



智能 錶
推動我們節約用 ？

第五部分



節
約
用
水
的
三
種
途
徑

提供經濟誘因

例如調整水費

✓水越貴，

人就會越「珍惜」

減少不必要用量

強制措施

例如規定新落成樓宇

必須安裝節水器具

✕成效慢

✕未能規管現有樓宇

自願性質措施

例如自願安裝節水器

具或改變用水習慣

✓成效快

✕缺乏誘因



香港大學正在研發的智能水錶可以收集數據
並與「智慳水」平台連接，
幫助我們實踐自願性質的節約用水行為



「智慳水」
強調節約用水目標

提醒住戶落實自己制定的節水目標

節約用水目標



「智慳水」
適量的比較推動用戶持續慳水

用戶可以透過比較
自己與其他參加者的人均用水量，

評估自己的用水量是否過高，
並採取合適行動



「智慳水」
能協助用戶了解家居用水比例

用戶可以針對用水量偏高的地方
對症下藥



智能水錶和相關的輔助應用程式

能夠實時反饋用水資料，

幫助我們維持動力，

令節約用水成為習慣，

並達致節約用水目標。



問答環節



•意見調查: www.surveymonkey.com/r/PWQGM95

•「賽馬會惜水・識河計劃」網站: http://www.jcwise.hk/

•聯絡方法
3917 1251
jcwise@hku.hk

2021香港科學節
問卷調查

http://www.jcwise.hk/
mailto:jcwise@hku.hk

